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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

十艺节上山东获奖的那些剧目

端午回家嫂子拿出她自己亲自炒制的红茶，坐在雨
后的小院里，享受凉快，品尝自家的茶树生出的茶叶，
一家人其乐融融，真的是感受到了家的幸福和快乐、温
馨。也正是收割小麦的时节，侄女们到麦地里摘些稍微
有点生涩的麦穗，放在锅里蒸上十几分钟，满院麦香，放进
嘴里，嚼一口，闻一阵，实在不舍得下咽。哥说，现在的麦收
就是一个享受的季节，天气预报明天有雨，今天一早就把
收割机开来，中午割完，下午一晾，傍晚就卖了。剩下的入
缸，过几天就可用新麦子磨面蒸大饽饽，擀面条吃凉面啦。
这就是最惬意的生活，有一首诗这样说：“春有百花秋有
月，夏有清凉冬有雪，若无闲事挂身上，便是人生好时节。”
住在村里的老少爷们，就有这样的福气，他们呼吸着新
鲜的空气，吃着没有农药和化肥的蔬菜粮食，早睡早
起，中午小憩，不停地劳作，却是一天那样精神饱满。村里
人有这样一句话：使劲干活，使劲地活，意思是多劳
动，别闲着，健康长寿。走在街上，会经常看到八十岁
的老人骑着三轮车上坡(下地)，八十五岁的老奶奶用三
轮车载着老伴去卫生所打针。每每见此，我就会感动不已，
常常含着眼泪目送他们远去。
我家院子里的这棵大茶树，是哥从一位叔叔的后院

里挪进来的，可能是原来的生长环境过于拥挤，茶树的四
周净是大个的槐树、楸树、梧桐，影响了它的正常发育。茶
树的生长需要充足的雨水，还要充沛的阳光照射，同时还
得通风。世界上最早发现的古茶树，多在以南北纬30度中
间为生长带的地区，如中国、印度、锡兰、斯里兰卡，南美地
区的阿根廷、巴西，非洲的南非、肯尼亚。这些地方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雨水大，气候暖和，受海洋和高山的气候影响，
昼夜温差大，符合茶树的生长要求。山东之所以引种茶
树成功，与其海洋气候和丘陵地貌的特点有关，加之科
技人员对茶树茶种质量的改造提升。我曾经说到在我们
村子里有一棵老茶树，老人们采下叶子回家晒晒，冲水喝，
被视为上等茶品。我记忆中的那棵老茶树，是乔木，如今生
长在我们家院子里的这棵茶树是灌木的。从时间上论断，
那棵乔木老茶树当在百年以上，而院里这棵灌木茶树也
不会少于六十年。一位72岁的叔叔说，打他记事起就有这
棵茶树了，而且还不止一棵，至少四五棵。而那个时间正
值山东省推广“南茶北引”，是不是由此可以推断，当
时的潍县也在“南茶北引”的范围之内。虽然没有大规
模发展起来，还是有不少“遗树”，如今已出落成像模像样
的大茶树。

炒制茶叶的方法是嫂子从电脑上找到的，照着葫芦
画瓢，采摘，也是号称两芽一尖，然后晾晒、揉捻。看着差不
多了就把茶叶放到炒菜的钢精锅里扒拉，闻着有一些茶
香的味道了，就算好了。这是我们家的茶树生产出的第一
锅茶，哥嫂说首先是环保，无毒无害，其次是完全手制，样
子不好看，味道却是纯正的。区区一斤茶，当作宝贝左邻右
舍分一点，亲朋好友留一点，让大家共同期待来年又一锅
新茶。嫂子说，夏至的那天，再叫上村里的几个人一起采摘
夏茶，把制茶工艺提高精细，争取做一锅适合夏天喝的清
淡铁观音茶，或者是山东绿茶。意想不到，一棵茶树带来这
么多的乐趣，喝了端午红茶，还要品尝夏至铁观音，正是：
虽无闲事挂心上，却有好茶可期待。

夏日热气袭人，春困夏打盹，人在烈日炎炎之下，亟需
水分补养身子。水分流失过多，又不能及时补充，就会因缺
水而出现各种不适。喝水，成为人们防暑降温的重要手段，
方法也不尽相同，有的喝凉透的热开水，年轻人喜欢冰镇
的饮品，更多的人则是喝茶解暑。中医有一种说法，冬病夏
治，以喝水为例，主张夏天多喝热茶，重庆人大夏天光着膀
子吃又辣又麻又热的火锅，哈尔滨人冰天雪地里吃冰棍，
就是这个道理。还有一个说法，冬吃萝卜夏吃姜，其实萝卜
性寒，是凉物，姜皮寒内热，此为“以毒攻毒”之道理。一位
乡村中医，通读中国古代多部医书，什么《黄帝内经》、《本
草纲目》几乎可以倒背。他的一个伟大壮举就是，冬天如果
身体稍有不适，头疼脑热，感冒发烧，从不吃药。而是到村
头的水井打一桶水，从头浇下去，连续两桶，再到烧热的炕
头上蒙着被子睡上一觉，必愈。

饮茶，一是看重茶的药理功效，防病治病，久之身体健
壮，也养成了喝茶的习惯。还有就是身体生理的需要，喝茶
与吃饭同样不可或缺，如蒙古和青海、新疆以及川藏地区
的牧民，他们大量食肉，以茶化肉。再者就是一种风尚
和习俗，处于精神层面和礼仪的尊重，茶艺，茶道，以
茶待客，均属于此。有一个小知识在此与大家分享，
就是饭后喝茶一定要在一小时之后，即可保证饭食
营养的完整性，又使茶香不被混淆。陆羽先生提倡常
年喝茶，他的理论是“夏兴冬废，非饮叶”，光夏天喝
茶那不算喝茶。他认为喝茶并不仅仅为了在夏天解
渴、消热，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还要照常喝茶。喝多喝
少却没有一定之规，当是一品为主。曹雪芹的《红楼
梦》讲了很多喝茶的故事，其中“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一回讲妙玉沏茶给宝玉喝，妙玉讥讽宝玉：“岂不闻
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三杯便是饮驴。”我们喝茶经常
论壶，不是一茶壶而是烧水的壶，可冲十杯之多，妙玉该说

是饮河马了。
如果说春天的明

前茶雨前茶是吸吮春
天的鲜嫩，那么夏天的
茶就应当是富态丰满
的凝脂，金木水火土，万
物皆滋润。

十艺节在山东文艺历史上取得了
里程碑式的成果。包括北京在内的外省
专家在评价十艺节时说，第十届中国艺
术节的举办把山东文化整体推进了八
到十年。这个“八到十年”，首先表现在
硬件建设上，省美术馆、省会大剧院、省
博物馆、济南三馆等一大批新的文化设
施得以完成。其次表现在山东人文化观
念的变化上。通过十艺节，山东人民的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参与蔚然成
风，文化自觉大大提升，民众对文化、对
艺术有了更高的追求，“艺术走进百姓、
文化改善生活”已经成为新的潮流。

这个推进更加表现在我们的艺术
创作上。十艺节首先是大型舞台剧目的
比拼，它最重要的奖项是“文华大奖”。
筹备之初，山东剧目创作形势很不乐
观。我们借鉴经济建设“转方式、调结
构”的说法，提出了山东艺术创作也要

“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主要包括：第
一，要由粗放式低水平重复向少而精的
高起点、高品质、高艺术涵养转变。据不
完全统计，山东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创作
了几千部舞台作品，但有影响、能在全
国拿大奖、老百姓喜欢的太少，“只见群
山，不见高峰”。对此，我们提出十艺节
艺术创作不比数量，而是比质量、比影
响力、比持久性的新标准。第二，由随意
性向精心策划、科学论证、慎重决定转
变，从策划、选题、论证到创作、加工、提
高都要科学论证、严格判断，科学严谨
地完成整个创作流程。第三，从重一度
创作向重二度创作转变，要给导演、舞
美、作曲、表演以及灯服道效化等舞台
创作各个部门留出充分的创作时间和
空间，对其创作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尽
量减少因仓促上马或思考不周造成人
力物力浪费。

当时我在全省创作会上一共列出
了十个观念的转变，核心是处理好冷与
热的关系，为扭转当时的不良态势、推
动山东舞台剧目创作生产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
力，我们共创作推出各类优秀剧目62台，
其中15台重点剧目成功入选十艺节，并
荣获3个“文华大奖”，1个“文华大奖特别
奖”，10个“文华优秀剧目奖”，1个“文华
剧目奖”。另有1人获中国文化艺术政府
奖———“文华表演奖”，34人获“文华单项
奖”，创历届艺术节一个省份参赛和获
奖数量之最、山东获大奖数量和获奖总
数之最，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

寻找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点

当前的主旋律戏剧创作中比较普

遍地存在着人物塑造脸谱化、情节结
构模式化等问题。我们在组织迎十艺
主旋律题材创作的过程中，积极探索、
大力创新，努力从简单地配合任务、图
解政策的模式中突破出来，寻找思想
性与艺术性的结合点。这在吕剧《百姓
书记》的创作上尤为明显。

吕剧《百姓书记》是一个很政治性、
很概念化、宣传意味很强的作品，非常
难写。这个戏刚出来的时候，北京专家
认为它只是个宣传品，不是艺术品。经
过深入思考，我们认为该剧中体现的王
伯祥锐意改革、敢于“突围”、勇于担当
的精神非常有价值，值得进一步打造。
为此，我们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
创新：一是人物塑造上追求党性和人性
的统一；二是故事情节追求真实性和戏
剧性的统一。这种剧目还有很多。比如
莱芜市莱芜梆子剧团的《儿行千里》。作
为一个政治性同样突出的反腐倡廉剧
目，它之所以在艺术节得奖，还成功获
得了中宣部的“五个一工程”奖，关键就
是因为它艺术视角很独特，始终在写一
个母亲对儿子的牵挂，用母亲对儿子的
牵挂来不断地打动儿子、引发儿子的反
思直到最后的醒悟。通过这样一个角
度，让所有看戏的人、让所有可能腐败
犯罪的人真实感受到母爱、感受到家，
时时警醒自己。

历史标准与美学标准的辩证统一

何谓艺术精品呢？关于这个问题
的答案，众说纷纭。在我个人看来，所
谓艺术精品，可以归结为三句话：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从这个标准上，山东省京剧院创作
排演的“文华大奖”剧目《瑞蚨祥》就是
一台精品。它排名“文华奖”评审京昆组

第一名，应该说艺术上是非常成功的。
近年来，全国涌现了包括《立秋》在内的
一大批商人题材剧目。《瑞蚨祥》成功吸
收了其中的优秀理念，首次用京剧样式
来表现鲁商题材，是近年来中国京剧题
材的新拓展。

这个戏的成功，还体现在成功推出
了一帮优秀的中青年演员。它的主要演
员几乎全是省京剧院的自有人才。孟洛
川什么性格？什么气质？怎么样才能完
成这个形象？孟洛川和艾隆标这弟兄两
个怎么对话？怎么去区别？怎么完成人
物塑造？孟母怎么才能让自己成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象征？这一切都依赖于省京
的演职员们自己用心思考、雕琢。我个
人认为这个戏是山东继《奇袭白虎团》
以来做得最好的一台京剧，也是在全国
影响非常大的一个戏。

其他剧目中，京剧《项羽》着重写
出了项羽与刘邦、范增、韩信、虞姬等
人的关系，实现了历史情景中的人物
关系与戏剧情境的“人物关系”高度统
一。话剧《严复》在有限的舞台时空里，
以艺术的手法浓缩和再现了严复最具
光彩的生命乐章，成功塑造了中国近
代启蒙思想家严复的形象。之所以做
这部戏，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文
化工作者应该做一点对我们民族、对
我们历史有思考的东西。我们有责任
反思我们的民族和历史，而这台戏就
能给我们很多思考。

舞台样式创新与文学精神的再现

我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莫言的《红高粱》思想意蕴丰富深
邃，艺术创造恢宏大气，堪称中国当代
文学精品，多年来陆续被改编为电影、
电视、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本届艺术
节，它又被成功改编成舞剧《红高粱》，
并在文华奖舞剧评审中排在第一名。

青岛在莫言还没获得诺贝尔奖的
时候，就已经确定要排这个戏。当时青
岛歌舞剧院买下了戏的改编权，但排的
过程不大顺利。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奖
后，这个戏又一次提上了日程。青岛下
了决心，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做了出
来，反响非常好。戏出来后，莫言先生在
青岛、北京都看过，评价非常高。特别是
在青岛的时候，之前说好不上台、不说
话的，但演出结束，莫言先生主动提出
上台，还讲了很多很肯定的话。

山东还有一台好戏——— 杂技剧
《聊斋遗梦》，杂技技巧非常精彩，所讲
述的故事也很完整，在评委中获得了
很高的评价。

大众文艺讲堂是由山东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文联、省作协主办的大型系列公益讲座，每周邀
请一位省内文艺界专家举办讲座。7月5日，山东省文化厅副厅长、山东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山东艺术
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陈鹏做客大众文艺讲堂，与大家一起分享“十艺节上山东获奖的那些剧目”。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问茶齐鲁之三十六】

夏之茶
□许志杰

柔软的晚风轻拂，彩霞铺满天
空，路上多了饭后散步的人。我走过
两个路口来到了母亲家，两天一趟到
母亲家去，都成了我生活中的必需，如果
不去看望她，我心里就空落落的，睡不着
觉。只有去了，见了母亲，哪怕只是给她
扫扫地，叠叠被子，打扫一下床铺，倒一
杯热水，我才能安抚看不见母亲时心
里的那份不安。有时我也会像小时候
一样，偎依在母亲身边陪她看看电
视，说说话聊聊天。

母亲脑血栓出院后一直很瘦弱，
连眼光也是柔弱和无助的。有时，我
一进门，看见她蜷缩着躺在床上，清浅的
呼吸，而此时的窗外正是阳光明媚，我不
由得一阵阵心酸，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
转。我多想母亲也能到阳光里去散散步，
和楼下的老邻居一起说说话啊。

和母亲一起吃饭时，孩子们早早
地吃完，跑开玩去了。我陪着母亲，
一边给她夹菜，一边不时讲个笑话，
逗她开心。看见母亲噗嗤一声笑了，
我的内心好生温暖。我让自己静下
来，用最大的耐心，陪着母亲，陪着
母亲的缓慢和迟钝，陪着她的老年。
当她因为听到我讲的笑话，眼光里露
出一丝明亮，嘴角挂上一丝笑意，我

心里就是极大的满足。我想起了母亲
年轻时走路都哼着歌，她在月光里教
我们背毛泽东诗词，下了班带来我们
爱吃的蜜枣。她戴着从不离身的听诊
器，耐心、细心地给病人诊断病情。那
时，我年轻的母亲健康、端庄、快乐、健
步如飞……这一刻，我只想陪着年迈的
母亲，陪着她吃饭，陪着她聊天，就单
单陪本身，也算是我们母女之间彼此
抱着亲情取暖的方式之一吧。

现在母亲大多数时间就是呆在卧
室里，看《星光大道》，让优美的歌
声和毕福剑的幽默给自己的晚年带来
些快乐和欢欣。一次我坐在床沿上和
母亲一起看，她给我介绍：“那个叫
阿宝，是山西的一个农民，这个叫朱
之文，也唱得挺好，咱山东的。”我
说：“妈，你比我懂得还多，这些歌
星你都知道。看来你的脑血栓彻底好
了嘛。”我一夸，母亲更高兴，递给
我50块钱，说：“给我买个洗头膏去
吧，剩下的钱归你。”呵呵，看来还
是我赚了。我买来洗头膏，又用剩下
的钱给母亲买来一堆零食，母亲说：
“我老了，不吃这些，你给孩子拿走
吧。”听了母亲的话我眼窝子发热，泪珠
立刻就滚了出来，年老的母亲关心的还

是别人，不是她自己。我把饼干打开，拿
出来塞到母亲嘴里说：“你吃着玩，听饼
干嘎嘣响，解闷。”

我们姐弟三个，谁有空就去跟母
亲说说话，帮她推推轮椅，给她梳头、洗
澡、洗衣。陪母亲聊天，陪母亲散步，陪
母亲晒太阳。母亲走路慢，我们就依着
她的步子；母亲说话慢，我们就按着她
的频率。我想着过一段时间，母亲身体
再恢复得好一些，就能再蹬着她的三轮
车，到院子里，到阳光下，到树荫里，到
大门口，去看看流动的街景了，看看世
间的繁华和热闹。

能一直陪着母亲，就是我们的福
气。

该征文截止日期推延至9月30日，
欢迎继续投稿。

征文投稿邮箱：qlwbxiaoxin@163 .com

陪母亲【空巢里的孝心故事】
□崔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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